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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石漠化科学内涵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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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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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漠化是近年来倍受关注的生态地质环境问题
。

介绍了石漠化概念提出的环境背景
,

通过对当前

主要的石漠化概念比较和分析
,

结合对概念界定的哲学依据的剖析
,

从更全面更合理的角度探讨了石漠化

的科学内涵
。

石漠化是在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湿润半湿润气候条件的喀斯特环境背景下
,

由于人类活动和

自然因素
,

导致地表植被遭受破坏
,

土壤严重侵蚀
,

基岩裸露或砾石堆积
,

土地生产力严重下降
,

地 表出现

类似荒淇景观的土地退化过程和现象
。

石漠化是人类活动和喀斯特脆弱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的过程及其现

象
,

它的本质是土地生产力退化
,

诊断标志是各种石淇化景观
。

关健询 喀斯特 石淇化 , 内涵 过程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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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年间《世宗皇帝实录 》记载
“

有本来似 田

个省 市
、

区 石漠化面积达
。

南 而难必其成熟者
,

如山田泥面而石骨
,

土气本薄
,

初种

方喀斯特石漠化已经成 了与北方沙漠化齐名的制约 一二年
,

尚可收获
,

数年之后
,

虽种籽粒
,

难 以发生
。

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两大环境难题
,

即通常所说的
“

南 且山形高峻之处
,

骤雨瀑流
,

冲去天 中浮土
,

仅存石骨

石 石漠化 北沙 沙漠化
” ,

受到了国家和人 民的高 ⋯ ⋯
’

心 〕。

很 明显
,

文献中描述的就是石漠化
。

度关注
。

世纪以来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经历 次严重

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 问题的由来源远流长
。

明 的人为浩劫
,

奠定 了今天喀斯特石漠化问题的局面
。

清时期就有了关于喀斯特地 区 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 第一次是 年以来长达 个多世纪 的战乱破坏
。

记载
。

明嘉靖年间《贵州通志
·

风土 》记载
“

风土艰 第二次是 世纪 年代末至 年代的一系列错误

于禾稼
,

惟耕 山而食
· ·

一
” 。

清康熙年间《贵州通志 政策对生态环境的毁灭性破坏
,

其中的
“

大炼钢铁
” 、

序 》记载
“

今黔田多石
,

而维草其宅
,

土多瘩而舟揖不
“ 以粮为纲

”
和

“
向山要粮

”

类政策使喀斯特地 区生态

收稿 日期
一 一

修回日期
一 一

资助项 目 国家
“
十一五 ”

科技支排计划重大课题
“
喀斯特商原退化生态系统综合整治技术与模式

”

作 简介 李松 一
,

男 汉族
,

贵州省织金县人
,

博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为灾害与地质遥感应用研究
。 一



水土保持通报 第 卷

环境遭到非常严重的破坏
。

第三次是在 年开始

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承包到户的承包地 和承包荒

山
,

由于相关配套制度和政策没及时跟上
,

使得经过

十年浩劫的农民纷纷砍伐第二次破坏浪潮中
“

幸免于

难
”

的林木
,

生态环境再度遭到破坏
。

作为一个严重的生态地质环境问题
,

石漠化的概

念正是在喀斯特地 区生态环境问题 日益严重 的背景

下提出来的
。

年
,

袁道先院士首先使用石漠化
, 概念表征植被

、

土壤夜盖 的

喀斯特地区转变为岩石裸露喀斯特景观的过程
,

并指

出石淇化是中国南方亚热带喀斯特地 区严峻的生态

问题
,

它导致了喀斯特风化残积土层迅速贫瘩化
,

是

我国四大地质生态灾难中最难整治
、

最难摆脱贫困的

灾害 屠玉麟进一步指出石漠化的本质 石漠化是指

在喀斯特 自然背景下
,

受人类活动干扰破坏造成土壤

严重侵蚀
,

基岩大面积裸露
,

生产力下降的土地退化

过程
,

所形成的土地称为石漠土地 〔‘〕。

在国家高度重视的背景下
,

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

问题的研究有了不少新成果
,

对石漠化的概念也存在

不同的认识
。

第一种概念是将石漠化定义为一种土

地退化现象卜 , 〕 第二种概念则认为石漠化是一种土

地退化过程〔
一

‘
·

’。
一

” 〕。

这两类定义都认为石漠化的本

质是土地退化
,

但它们有着明显的分歧
,

第二种定义

因为更利于人们从时空和形成机制等角度认识石漠

化
,

使石漠化研究突破水土流失研究的栓桔而上升到

一个新的高度
,

因而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科学概念的确立是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

喀斯

特石漠化科学内涵的正确界定是喀斯特石漠化的现

状调查与评价的基础
,

并直接关系到石漠化成因机制

和演化以及石漠化评价指标的研究以及喀斯特石漠

化地区的生态重建
。

所以
,

本文对石漠化概念提出一

些粗浅的认识
,

以资能为石漠化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

的积极作用
。

现有的石漠化概念

目前
,

广 义石摸化 石 山荒漠化或石质荒漠化
,

和狭义石漠化

的界定
,

都受到荒漠化概念 的影响
· ’ , ’ 。

根据发生区域
、

岩性 和发生原 因的不同
,

石漠化可分

为广义和狭义的石漠化
。

广义石漠化包括了南方湿

热地区人类活动和 自然因素所导致的地表出现岩石

裸露的过程和景观
,

它除了包括喀斯特地区的石摸化

外
,

还包括花岗岩石漠化
、

红色岩系石漠化
、

紫色砂页

岩石漠化等
。

广义石漠化类型中
,

当属喀斯特石摸化

分布最广
,

对区域内外乃至整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最大
,

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

所 以人们将喀斯特石

摸化定义为狭义石漠化
,

本文也 主要关注狭义石漠

化
,

但是概念的探讨也同样适用于广义石淇化
。

石漠化概念界定的分歧归纳起来包括 发生区域

的分歧
,

发生原因的分歧
,

过程与现象的分歧
。

发生

区域界定的分歧已经基本解决
,

一般将发生在喀斯特

和非喀斯特地 区的石漠化称为广义石漠化
,

而将喀斯

特地区的石漠化作为狭义石漠化〔’
对发生原 因界

定的分歧在于石漠化是单纯的人类活动引起还是人

类活动和 自然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
。

有研究结果将

自然因素排除于石漠化 的定义之外〔“ 〕,

而有的研究

成果将人为和 自然因素引起 的石漠化定义为广义石

漠化〔川
。

石摸化定义的前两个分歧 已经形成 比较一

致的看法
,

而
“

现象
”
论或

“
过程

”

论的是 目前石摸化定

义的主要分歧
。

在石漠化防治过程中
, “
现象

”论者和
“

过程
”

论者都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
,

利用尽可能多的

限定语句
,

从包括石漠化形成的时空域到发生机制等

多方面对石漠化概念进行了比较完善的界定
。

其中
“

现象
”

论者的主要定义为 石漠化是在热带亚热带湿

润半湿润气候条件和岩溶极其发育的自然背景下
,

受

人为活动干扰
,

使地表植被遭受破坏
,

导致土坡严重

流失
,

基岩大面积裸露或砾石堆积的土地退化现象
,

是岩溶地区土地退化的极端形式
。 “

过程
”

论者将石

漠化概念限定为狭义的范围
,

即喀斯特石漠化 喀斯

特石漠化 是指在热带亚

热带脆弱的喀斯特环境背景下
,

受人类不合理社会经

济活动的干扰破坏
,

造成土壤严重侵蚀
,

基岩大面积

出露
,

土地生产力严重下降
,

地表出现类似荒漠景观

的土地退化过程
。

“
现象

”
定义和

“
过程

”

定义关于石摸化形成的时

空范围和发生机理有着共同的认识
,

他们的分歧主要

在于石漠化是过程还是现象
。

第一种概念是从静态

的角度定义石漠化
,

它过分强调石漠化的现象属性
,

而忽略石漠化作为运动过程的一面
,

使研究者对石摸

化的认识不易深人到更本质的层 面
。

从它的内涵来

分析
,

其外延最主要是石漠化问题引起的土地退化景

观
。

第二种概念则从动态的角度抓住石漠化问题 的

实质
,

着重从发生机制的角度将石漠化定义为一种过

程
,

但却不够重视石漠化作为景观现象的一 面
,

忽略

了石漠化过程寓于现象的客观性
。

从概念的内涵分

析
,

其外延是各种石漠化过程
,

这种定义不利于石摸

化的表达
。

本文试图针对这两种分歧
,

通过分析和比

较
,

在有批判地继承前人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
,

进一步

完善石漠化的定义
,

希望能到对石漠化的研究起到一

定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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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漠化科学内涵的界定

石澳化 内涵界定的哲学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关于物质和运动的理论
,

对科

学地界定石漠化概念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运动是

物质的根本属性
,

物质是运动的载体
,

离开物质研究

运动或者离开运动研究物质
,

都是不可取的
。

石漠化

是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出现逆向演替的一种特殊的

物质运动形式
,

这种运动同样离不开
“

物质
”

这一 载

体
,

人们对这一运动的研究也只能通过对它作用下的

物质的研究而得到实现
。

因此
,

对石漠化的研究中
,

既要重视石漠化的运动过程本身
,

也应该重视实现这

一运动过程的物质及其表现出的现象
,

而不应该将过

程和现象割裂开来
。

石澳化的科学内涵

以前对石漠化内涵界定的工作是在长期的实践

积累基础上 完成的
,

是对石漠化运 动规律 的正确探

索
。

参照石漠化概念出现的历史环境背景
,

综合上述

分析
,

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
,

本文定义石漠化如下 在

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湿润半湿润气候条件的喀斯特环

境背景下
,

由于人类活动和 自然 因素
,

致使地表植被

遭受破坏
,

土壤严重侵蚀
,

基岩大面积裸露或砾石堆

积
,

土地生产力严重下降
,

地表出现类似荒漠景观的

土地退化现象和过程
。

用字母 表示石漠化
,

则基于
“

现象
”
论的石漠

化概念可表示 为
, , ,

⋯
, , ,

基 于
“

过

程
”

论的石漠化概念可表示为 一 , , , ,

⋯
,

。

〕丁
,

而本文的石漠化定义可以用矩阵表示如下

处
,

可以看出
“
过程

”
和

“
现象

”

综合起来定义石漠化的

必要性
。

门
月

氏几氏︸几

记

石漠化矩 阵充分体现 了石漠化 的时空域特性
。

其中矩阵行内元素的地理意义是所有石漠化景观类

型
,

矩阵列 内元素表征 了石漠化在景观上 的演变过

程
。

以某矩阵元素 。 。 。 成 簇 簇
,

为过程参数
,

为景观类型 的地理意义代表石漠

化景观 的演 变 过 程
, , , ,

一
, ,

”
, ,

,

⋯
, , 则表征了各种人为活动和 自然因素导致

喀斯特地区景观逐步劣变为
“
基岩大面积裸露或砾石

堆积
”

的过程
,

而基岩大面积裸露是石漠化演替的顶

级形态
。

结合本文对石漠化的定义及其矩阵表示 的分析

可进一步看出石漠化
“

过程 ”论和
“

现象
”论 的不足之

关于石漠化概念的说明

石澳化既是过程又是现象
“

过程
”
和

“

现象
”

是石漠化定义 中一对不可分割

的有机体
,

二者缺一 不可
。

石漠化实质上 是一 种运

动
, “
过程

”

定义有利于从本质上认识和研究石漠化
。

而“ 现象
”
是石漠化过程在景观变化上 的反映

。

我们

不能直接触摸和感知
“

过程
”

本身
,

只能通过研究这些

现象
,

通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

找到隐藏在背

后的石漠化发生和演化的规律
。

同时
,

通过对寄寓了

石漠化
“

过程
”

的现象的研究
,

不仅可以认识石漠化发

展的当前状态
,

还可以从这些现象中发掘有用信息
,

推知石漠化过去的情形
,

有利于对石漠化发生和演化

过程以及成灾机制更加深刻的认识
,

有利于更科学地

认识石漠化
。

石澳化是喀斯特地区特有 的生态地质环境 问

题
,

它的本质是 土地生产 力退化
,

核心 问 是

土坡流失

喀斯特地区纯厚 的易溶碳酸盐岩以及该地质背

景下发育的节理和裂隙等地质构造
,

形成了特殊的二

元结构和破碎的地形地貌
,

以及保土保水性能极差的

特性
。

这样的地质环境背景决定 了喀斯特地 区脆弱

的生态环境
,

主要表现在生态敏感度高
,

环境容 低
,

环境系统 自组织能力低
,

稳定性差
,

森林植被遭受破

坏后极易造成水土流失 和早涝灾害频繁
,

基 岩裸露

等〔‘
一 。

同时
,

喀斯特地 区破碎的地 表为石漠化提

供了强大的动力条件
,

加上成土速率极慢 平均成土

速度约 。 ’ 〕,

致使人类活动干扰下的喀

斯特生态环境进化速度小于劣化速度
,

并导致石漠

化
。

石漠化表现为以土地生产力退化为本质特征的

植被覆盖降低和植被类型简单化
,

地表径流减少
,

土

壤的物质组成
,

理化性质和生产性能恶化
,

土壤被侵

蚀殆尽
,

基岩裸露等景观
,

因为土地生产力 的降低是

石漠化之所以受关注的核心所在
。

石澳化发生在热带亚热带暖温带的沮润半通润

的喀斯特地区

喀斯特环境是石漠化发育 的地质背景和物质基

础
,

而温暖湿 润 的气候则是 石漠化发育的主要外营

力
。

喀斯特地区气候温暖
,

最冷月平均温大于 。 ℃
,

以喀斯特发育的贵州省为例
,

常年平均气温 ℃
,

最

冷月平均气温大于 ℃
,

最热月平均气温低于 ℃

降水充沛而年降水 日数较多
,

且降水较为集中
。

多年

平均降水大于
,

且大部分地 区 降水最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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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最大蒸发
,

夏秋季降水集中了全年降水的 以

上
,

攀雨 日数较多
。

易溶的岩性和独特的二元结构背

景下的温暖多雨气候特征
,

为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的

物质提供了很强的侵蚀营力
,

塑造了喀斯特地区极端

脆弱的生态环境
,

且土坡流失容易形成难
,

植被破坏

容易恢复难
,

加大了石漠化防治的难度
。

人类活动是石澳化的诱因

人 口密度和人 口素质以及人 口增长速度问题和

政策的失误是喀斯特石漠化发生 的主要人为 因素
。

喀斯特地区生态承载力低而人 口 增长快
,

密度高
,

导

致了始于历史时期的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局面
,

环境

破坏的积累效应形成了今天的石漠化问题
。

本文所引的历史记载
,

实际上就是这一问题的反

映
。

政策的导向对喀斯特石淇化的发生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
。

在 世纪以来喀斯特地区 次植被破坏

浪潮中
,

有 次就是因为政策失误或政策没及时执行

到位引起的
。

作为环境间题的石漠化是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

引起的
,

其中的人类 活动最 主要 是不合理 的人类活

动
,

但石淇化的定义中没有直接使用
“
不合理 的人类

活动
”
是因为在人 口剧烈增长的条件下

,

即使合理的

人类活动也可能超过脆弱的喀斯特环境的承载力极

限
,

并导致石淇化 同时
,

需要明确的是
,

这里说的人

类活动不局限于该区域的人类活动
,

而包括了可能造

成石淇化的所有人类活动
,

全球性环境问题例如酸雨

就是很好的例证
。

最后
,

可以通过模拟石漠化出现的过程和喀斯特

地区生态系统进化的进程来研究石摸化防治
,

通过长

期有效的防治解决石摸化问题
。

最后
,

人类活动的干

扰是石漠化问题的根源
,

我们应该走可持续发展之

路
,

在控制人 口数量的基础上提高人 口 素质
,

减少人

类对生态环境压力的同时
,

努力实现科技进步
,

以最

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发展
。

结 语

石漠化是长期人类活动对脆弱喀斯特生态环境

破坏不断积泉的结果
。

从过程和现象两方面定义石

淇化
,

有利于透过现象认识本质
,

通过一系列石摸化

景观现象研究石漠化的发生机制和成灾规律
,

探索石

漠化防治的有效模式
。

石漠化的出现是一个渐进的由量变积累而突变

为质变的逆向演替过程
,

石淇化问题的防治只能是在

认识石摸化规律的基础上
,

采取措施促使喀斯特生态

环境的进化速度大于逆向演替速度
,

这一过程不能一

墩而就
。

在石淇化防治过程中
,

不应该忽略石漠化在

景观上的微细变化
,

不要因为景观上仅仅出现微细的

改观而“ 不屑一顾 、也不要因为景观变化的
“

恶小 ”而
“ 不为 ” ,

从而导致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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